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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5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活动参与人员 
长江证券 屈奇、上银基金 郑众、兴银理财 庸宏伟、南

方基金 万朝辉（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 2023 年 05 月 19 日（星期五） 上午 9:30-11:30 

地点 杭州市滨江区双城国际 4号楼 1703 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何俊丽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张  滢  数字信息事业部副总经理 

曹  轲  投资者关系管理经理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

内容介绍 

一、由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何俊丽女士介绍本公司

战略规划和整体经营情况，并重点讲解了泛半导体、产业

数智化、智慧交通三大业务板块详情。 

（一）整体经营情况 

众合科技以数智化作为顶层战略架构，通过数智化驱

动智慧交通和泛半导体两大实体产业，带动新产业场景；

同时，两大产业也为数智化提供场景和底层技术赋能。 

2018-2022 年公司主业保持快速发展。半导体业务规

模基本保持复合增长率 19.24%的速度增长；产业数智化

在 2022 年实现了零的突破；智慧交通在 2018-2022年期

间新增订单持续攀升。 

（二）泛半导体业务 

“海纳半导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已于今年挂牌新
三板，主要产品为 4-8 寸单晶硅研磨片和抛光片，2017

年收购日本松崎制作所，通过收购，引进先进生产管理和

技术，为海纳出口提供优质渠道。已获“浙江省隐形冠军”、

专精特新“小巨人”荣誉称号。同时公司在芯片设备、集

成电路也均有布局。 

行业地位 

二极管和三极管用单晶硅片市占率 10%左右；TVS 二

极管用单晶硅片市占率 60%左右（全球龙头）；分立器件、

集成电路用硅抛光片市占率 5%左右，未来重点拓展高端

市场占有率。 

营业收入 

2022 年合并营收约 3.6 亿元，连续 4 年稳步增长；

净利润 5737 万元，同比增长 12.52%；毛利率 42.03%，净

利润率突破 15%。 

经营情况 

今年重点完成山西单晶生产基地建设，规划产能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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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以 6寸 8寸为主，目前 8寸部分由海纳完成研磨片生

产，出口到日本完成抛光进行销售，在技术上海纳的工艺

已与国际接轨。 

产业布局 

在做强半导体材料的基础上，完善产业链布局。产品

涉及红外探测芯片、陶瓷薄膜混合集成电路等；设备端与
上海新阳成立合资公司“新阳硅密”，主要做清洗和电镀

设备。通过相关布局，为公司在国产化方面进行赋能。 
（三）产业数智化 

战略规划 

第一，聚焦公司擅长的城轨领域，并拓展到其他大交

通；第二，城市治理，围绕城市治理和安全应急安防场景

进行拓展；第三，能源行业，围绕安全和控制为企业（如

煤矿）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 

产品布局 

深化一苇数智平台和一叶感知平台，打造软硬件融合

的智能化模块核心能力。 

试点应用地铁线网调度指挥中心 NCC 、城市轨道交

通数字化智慧大脑、应急安防、数字金矿、智慧园区、智

慧工业数字化平台 

（四）智慧交通业务 
公司两大核心产品为“信号系统”、“自动售检票清

分系统”；自 2016 年“信号系统”自研系统上线后，在

系统和设备上逐步实现国产替代，同时得益于公司在半导

体领域的沉淀，成功自主研发国内首款支持 SL4 级安全

IO控制芯片，行业内国产化替代率属最高。 

行业趋势 

第一，十四五期间，保持稳定的新增市场，都市圈的

扩容也对增量进行补充；第二，数字化作为国家战略，2022

年城轨行业发布共计 80 个智慧地铁、大数据与云平台等

相关项目，呈上升趋势；城轨因涉及人身安全，系统兼容

性等因素，数字化进度虽慢，但为公司提供了后发市场机

会；第三，城轨改造，公司近年来已承接 3条老线改造类

项目，未来，老线改造将成为城轨信号系统的重要趋势之

一。 

行业地位 

2022 年，信号系统市占率 18.07%，排名行业第三；

自动售检票清分系统市占率 17.43%，排名行业第一，累

计服务车站数超 1000 个。 

二、数字信息事业部副总经理张滢对数智化业务进

行了重点介绍 

从建设交通强国到数字产业化，根据 IDC 统计，2022

年，全球数字化转型支出 1.86 万亿，预计到 2026 年，约

3.4 万亿，年复合增速 16.3%，中国约占 20%，其中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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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的为“数字孪生”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ChatGPT

的出现也会加速数字化和数智化的发展，公司也在积极接

洽，公司不做大模型的开发，主要通过 ChatGPT 与公司行

业进行结合，落地到行业应用中去。 

（四）优势和定位 

首先，公司是大数字场景数字化和智慧化的实践者，
并且在全国各地有多个项目落地和实施。 

其次，公司在数字化的通用业务里积极参与，总体

的设计思路依然是 1+2+N 的模式，1是无论在一个城市还

是一个车站，都会搭建一套完整的数据化标准，在标准的

基础上，通过 2 个平台，一苇数智和一叶感知，进行 N

种或 N 套管理系统或应用化智慧系统的开发和应用，最终

为客户实现管理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 

 

三、回答投资者提问 

1.公司无实控人状态是如何形成的？ 

答：公司早期实控人为浙江大学，在校企分离改革的

背景下，2019 年 9 月浙大在原大股东浙大网新集团层面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至此，众合科技形成了无实控人状态。 

2.公司的治理方式有哪些？ 

答：参照 MBO 模式，通过调整增加独立董事人数至总
董事人数一半，对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进行管控。 

3.公司 2020 年出台员工持股计划，何时解禁？后续

有什么计划？ 

答：目前该员工持股计划已全部解禁，暂无减持计划，

从股权结构上已经把核心管理层的股份转到合伙企业持

股平台，有利于持股稳定性。 

4.定向增发进展情况？ 

答：目前在材料准备和申报阶段，本次融资主要为后

续数字化发展储备资金。 

5.公司在数智化方面有哪些优势？       

答：1、公司在产业场景多年的积累，在客户资源、

行业理解力等方面的优势；2、公司通过项目和产品相结

合开展业务，同时具有二次服务和项目的软硬件安装一体

化的服务能力，是公司较传统互联网企业的优势所在。 

6.公司最新的经营情况能否更新一下？包括轨交订

单和对未来的展望。 

答：公司最近三年新增订单持续增长，2022 年 25.4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7.19；今年力争保持优势，同时

发力数智化业务，实现规模性增长。 

7.数智化业务中轨交和非轨交占比是多少？ 

答：去年以轨交场景为主（73.48%），其他场景包括

智慧安防、智慧政务等。 

8.城际铁路公司可以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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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信号系统主要看铁路制式，公司覆盖地铁和轻轨

制式，国铁领域暂未涉及，但在四网融合的背景下，会孕

育新的市场机会。其次，公司铁路智能化的产品已进入城

际或国铁市场。 

9.轨交项目交付周期是多久？ 

答：一年半到三年之间，根据线路建设周期会有所不
同。 

11.在城轨领域相较于竞争对手，众合有哪些优势？ 

答：公司拥有信号系统、自动售检票及清分系统以及

综合监控三个弱电系统产品，同时是市场当中唯一一个两

大核心系统均处于第一梯队的厂商。这不仅增加了与地铁

公司合作的机会，实现差异化的竞争；同时也为公司后续

在产业数字化的拓展中提升竞争优势。 

12.公司的考核标准是什么？ 

答：主要有新增订单、营收规模、净利润等。 

13.海纳股份和公司的关系？ 

    答：海纳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股占比 58.22% 

 

（本次活动中关于未来发展规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

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关于本次活动是否涉

及应披露重大信息的

说明 

否 

附件清单（如有，可

作为附件） 
无 

 


